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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日趋频繁，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已经
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8％迅速增长到2004年的19％，已经
进入到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这其中高等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高等继续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实现“形成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发挥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规模已占全国高等教育的一半左右，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
产业部门的改造以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各种岗位上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需要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可见，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又面I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高等继续教育要抓住机遇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众所周知，高等继续教育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这就决定了高
等继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高等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本着学用结合的原则，重视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提高广大从业
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体现出高等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职业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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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要求，适应国
际经营风险导向审计的新形势，经深入研究和反复推敲后撰写而成。
本书为审计学基础性质的教材，以“够用”为原则，讲解审计基本理论，概述审计基本实务，体现了
“导学、自学、助学”的特色：本书共分四篇16章，全面介绍了审计是什么，由谁来审计，怎样进行
审计，审计结果如何表达，报表审计的主要内容，以及其他审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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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重要性的定义各国现有的审计重要性准则对重要性所作的定义大都沿用会计准则的定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重要性的定义是：“如果信息的错报或漏报会影响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采取的
经济决策，信息就具有重要性。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重要性的定义是：“一项会计信息的错报或漏报是重要的，指在特定环
境下．一个理性的人依赖该信息所作的决策可能因为这一错报或漏报得以变化或修正。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重要性的定义是：“错报或漏报可能影响到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即为重要
性。
重要性可能在整个财务报表范围内单个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的单个项目中加以考虑。
”由此可以看出，各国对重要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即信息的错报或漏报可能影响到财务报表使用
者的决策就是具有重要性。
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亦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必须遵循重要性原则，虽并未对重要性作出明确的定义，
但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
事项”。
在会计实务中，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随处可见。
例如，在确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时，如果子公司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及当期净利润按照有关
标准得出的比例均在10％以下，根据重要性原则，该子公司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
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会计准则的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将会对重要性原则作出全面的规
定。
我国的审计准则对重要性的定义是：“重要性取决于在具体环境下对错报金额和性质的判断。
如果一项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该项错
报是重要的。
”理解这一定义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重要性概念是针对财务报表而言的。
判断一项业务重要与否，应视其在财务报表中的错报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所作决策的影响程度而定。
若一项业务在报表中的错报足以改变或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则该项业务就是重要的，否则就是不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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